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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際上的課程政策越來越關注促進國家競爭力和經濟發展。這涉及到更多地

強調技能而不是知識，強調學習而不是教學，強調學校/教師的自主權而不是來

自中心的監管。在地方層面，這種全球影響不可避免地會在被稱為全球在地化的

過程中彰顯出來。這些課程改革不可避免地受到各自當地政治和社會背景的影

響，而有不同的課程負荷或課程超載現象如澳洲與蘇格蘭（OECD，2020）。OECD
在 2030 年未來教育和技能計畫報告中，指出在各種教育政策中會有未能預期到

的課程負荷（curriculum overload）（OECD，2019、2020）需要審慎評估，亦即教

師和學生都會有承載過多課程的現象。不論已開發或發展中的國家都有課程過度

擁擠或課程擴展的現象，這可能是由於新的社會需求或遊說團體的壓力，如日本

2017 年的改革擴大了課程範圍（OECD，2020）。涵蓋了與語言和計算機編程相

關的內容，並進一步增加了教學時間，以應對日益增長的全球化和演算法/人工

智能/計算思維的需求。英格蘭利益團體為了爭奪課程空間，各種參與者和利益

團體增加了在課程中反映他們議程的壓力。 

九年一貫課程的重大議題因國家政策本已由六個加了第七個為海洋教育，到

了十二年國教增加到十九個議題。承上所述，臺灣的教師和學生都會有承載過多

課程的現象。OECD（2019）調查顯示了不同國家和經濟體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

每年的教學時數，報告顯示儘管各國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但值得注意的一點

是，從 2000 年到 2018 年，每個國家/地區的教學時數變化相對較小。換言之，

過去十年的教學時間不變。教師需要在相同的教學時間內整合新的主題或更多的

內容。因此，如果學生沒有足夠的時間以有意義的方式探索新概念，對學生的學

習有直接影響，會有面臨學習淺薄的風險。時間對學生和教師都是有限的資源，

學生和教師面對的是真實的負荷還是感知的負荷？教師與學生如何才能在已經

擁擠的課程中適應社會的新需求？ 

二、課程負荷的意涵與相關概念 

課程負荷（curriculum overload）也稱為課程過度擁擠或課程擴展（Erstad 
&Voogt, 2018)，是指課程容量和負載之間的不匹配，意旨活化課程能力之間的不

平衡（Majoni, 2017）。與之相關的概念有課程擴展、內容負荷、感知負荷與課程

失衡。課程擴展（curriculum expansion）是指在課程中加入新的內容項目以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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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會需求。課程設計者設定過於雄心勃勃的學習目標，內容不斷擴展且經常

在沒有嘗試刪除先前內容的情況下發生，隨著時間的推移，課程變得人滿為患

（Erstad &Voogt, 2018；Morgan & Craith, 2015）。內容負荷（content overload）是

指課程負荷的實際向度，而不是它所感知或經歷的。內容負荷通常是在有限空間

和時間下，保持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不切實際的期望所驅使。廣度是指課程中包含

的科目數量和科目內要教授的主題數量。深度是指學生探索和理解他們所學內容

的程度。相關研究指出課程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問題，是造成

內容負荷的主因。廣泛知識內容的覆蓋通常優先於深度學習，仍然是許多國家教

育改革中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Alexander, 2009），對學生的學習有直接影響。 

感知負荷（perceived overload）是指教師和學生報告的感知或經歷的負荷，

在課程重新設計期間，在課程實施過程中教師和學生的感知負荷變得益加明顯。

如果教師沒有接受過新課程的培訓，他們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和無助（Rutherford, 
Long & Farkas, 2017)。如果他們沒有透過最初的教師準備計劃或有針對性的專業

發展活動獲得足夠的支持，即使是準備充分的教師也可能會在其中一些新興領域

的操作過程中，教師自我效能感下降（Zee & Koomen, 2016)。新的課程發展過程

以學科領域為優先考量，忽略學生在不同教育階段的發展或學習的需求，學生不

僅會體驗到自我效能感下降，也可能在面對新學習時解釋失敗的負面歸因

（Schunk & DiBenedetto, 2016）；學生也可能會開始認為他們不夠聰明，無法學

習新材料（Wigfield et al., 1997）。課程失衡（curriculum imbalance）是指對課程

的某些領域給予不成比例的關注而忽視了其他領域，而在低優先領域沒有適當的

調整。當某些科目被優先考慮而犧牲其他科目時，就會出現課程失衡。更準確地

說，它是指對課程的某些部分給予不成比例的關注，而以犧牲其他部分為代價，

而沒有對那些低優先級領域的教與學條件或期望進行相應的調整。這種不平衡會

在優先科目中產生一種超負荷感，以及一種被低估或受到與其他科目競爭威脅的

感覺。鑑於課程空間有限，任何課程選擇都意味著權衡取捨。 

三、教師能動性的意涵與相關概念 

Vygotsky 指出人類較高功能的心智是與環境互動，而人類與環境互動之際所

產生的活動是一種動態且集體的形式。活動之關鍵在於參與者的動機與意圖，參

與者會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運用各種方法及文化工具，透過中介活動（mediated 
action）讓學習產生（Vygotsky, 1978）。「活動」既有其演化性和複雜性，學生差

異性大。學生在教師的幫助及文化工具的調節下，可伸展其認知和思維能力，

Vygotsky 的「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概念，提供教師進行

「活動」的價值、情境和方法持有不同層次的認識，教師既教且學，因時制宜地

轉換教師和學生的角色，為自己和他人提升能力。芬蘭教育學家 Engestrom 延續

Vygotsky 的觀點，將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具象化，更深入探討不同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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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動者（agent）發揮人造中介的力量，在集體活動中開拓新的概念，並將嶄新

的客體與概念帶入實踐行動以提升專業發展能量的活動（Engeström & Sannino, 
2010）。 

依活動理論，活動系統中存在著若干核心元素，包括人造中介（mediating 
artifacts）、主體（subject）、客體（object）、分工（division of labor）、規則（rules）、
社群（community），主體與客體可為不同的能動者（agent）。以課室中的教學系

統為例，教師為能動者運用人造中介對學生（客體）產生影響或改變；而人造中

介就是調節活動系統的工具或符號（Engeström, 2008）如運用情境縮短知識與生

活經驗的落差，以網路科技、科技化評量系統、多元評量等適切的工具提高互動

素質，適性引導讓學生成為一名有一定學習能力的能動者，讓「活動」達成預期

的目標。然而各個核心元素的互動作用，如主體、客體與社群間交錯糾葛的多重

動機與價值觀，總是暗潮洶湧，其中存在的矛盾成為伺機轉化的動力（Engeström, 
2011）。就課程改革而言，當教學情境中出現擾動時，教師發揮其能動性（agency）
可能採取妥協、照辦、權力介入、抱怨或避免對抗等消極對應方式此為負向的能

動性。教師也可能勇於投入新的衝擊或試圖完成某些革新，此為正向的能動性

（Engeström, 2008）。正向的教師能動性在面對課程負荷時，視擾動的現象為可

再創的契機（OCED，2020）。 

四、教師能動性與課程負荷 

課程負荷的原因多元，可能是課程設計者設定過於雄心勃勃的學習目標，內

容不斷擴展且經常在沒有嘗試刪除先前內容的情況下發生。課程負荷也可能是在

有限空間和時間下，保持內容的廣度和深度的不切實際的期望所驅使。另外，課

程的某些部分給予不成比例的關注，課程失衡產生超負荷感。就課程負荷的因應，

以教室層級而言，教師能動性的展現可能是被動因應或主動創新的行動狀態。教

師因應的過程是一種「中介行動」（mediated action）過程。在這過程中，能動者

和改造對象（及行動目標）的關係由各種仲介物維繫。無論是視作「工具」的教

材內容和改良技巧，或是視作「物件」的教學用品，這些仲介物都承載着教學的

創意和創造力（Engeström , 2008, 2010）。 

當課程負荷源自於時間與空間的資源有限、教學內容的深度與廣度無法平

衡，教師可以運用活動理論中，Vygotsky 的「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概念、不同的工具建構鷹架，透過中介作用改善學習。其間，教師

教師運用教師能動性，採用突破困境的因應策略研究如 Murphy 和 Manzanares
（2008）的研究指出原有課室教學無法發揮教學成效，教師運用新的技術企圖改

變。然而，因科技工具介入產生的矛盾，引動教師產生革新的意圖，改變原有的

活動。上述研究發現透過師/生/生互動歷程，教師的教學投入，促進學生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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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投入。黃志賢、林福來（2008）從教學/學習系統的張力及活動層次著手，研

究發現促進學生的能動性確能讓泰雅學生主動參與數學學習活動。另外，盧乃桂、

何碧愉（2010）的研究指出能動者（agent）運用各種方法及文化工具，提升學校

發展能量的活動，讓師生、學校與社區都蒙受其利。故此，教師能動性是一種成

就的狀態，教師能夠主動且批判性地投入課程革新，帶著自身的主張與理念，在

革新過程中不斷滿足自身的成就，同時達到長期的教育目的（Biesta, Priestley, & 
Robinson, 2015）。 

教師能動性（teacher agency）影響教育改革，可減少課程負荷所帶來負面效

應的關鍵（OCED，2019；Walle & Tormey, 2019）。相關研究指出透過對話的機制

有可能影響對教師能動性的看法如教學信念的變化、正向教學情緒的感染或教學

投入的心力付出，並讓教師對自己現有的知識分配產生更大的價值。擁有能動性

被認為不是單一的，而是共享的、相關的和脈絡性的。因為教師需要調整教育理

念，教學信念、吸收新知並進行教學轉化，最後教學實踐，都需要與社群溝通互

動、專業對話，在特定的生態和時間環境的背景下認識到他們自己的能動性

（Walle & Tormey, 2019）。此外，數位科技的運用，過去視為「值得擁有」的概

念，隨時間推移數位科技被視為未來的核心「必備」能力時，沒有接受過適當培

訓的教師可能不知道如何因課程負荷。因此，要有學習新興領域或跨域知識的心

態調整（OECD，2019）。是故，如何幫助教師成為一位有能動性的教師，益形重

要。 

Priestley、Biesta 和 Robinson 的研究結果發現有正向能動性的教師，在困難

情境下教師能夠主動且批判性地投入課程革新，帶著自身的主張與理念，在革新

過程中不斷滿足自身的成就，同時達到長期的教育目的（Priestley、Biesta & 
Robinson, 2015）。國中數學教師與大學端透過合作式行動研究，在原班級進行補

救教學，學生數學成就有兩極落差現象，個案教師改變原有教學信念，以科技與

美學統整概念建構不同的鷹架，並將學科學習策略與學科學習情緒等重要概念以

融入式教學突破課程負荷現象（劉玉玲，2021）。教師能動性可提昇學習品質，

讓教師有能力、有動機、清楚狀況、以及理解各因素的交織影響，是教師能動性

的培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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